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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息披露项目2011投资者会员

为帮助企业抓住全球变暖的投资机遇，降低风险，CDP与全球投资者共同向超过3,000家全球最大的企业发出信息披露请求，呼吁

企业使用标准化的投资者CDP项目问卷格式来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使用情况。了解更多关于CDP会员服

务，以及申请成为会员，请联系我们或访问CDP网站的“CDP投资者会员”专区（www.cdproject.net/investormembers）。

CSR 报告分析
    

        2011 年，中国企业共发布了 703 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CSR），“节能减排”和“绿

色办公”是企业披露最多的环境信息。通

过对 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发布的 CSR

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信息进

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对 CDP 问卷分析进

行补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气候变

化和低碳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2011 年，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企

业中共有 71 家公司发布了 CSR 报告，

87% 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该比例较

往年有明显提升。其中，73% 的报告设置

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专门章节，32% 的报

告在领导辞中提到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样本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

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

不足。只有 20% 的报告提到了风险，与

2010 年的 19% 基本持平；只有 7% 的报

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

   



碳信息披露项目2011联署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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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日，资产管理总额达71万亿

美元的全球551家金融投资机构和投资

者，签名成为CDP2011联署机构，支持

CDP项目发出信息披露请求，以获得企业

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

          对样本企业 CSR 报告进行研究的结

果表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日趋积

极，主要体现在：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与认

知程度不断增加；从战略高度逐步建立气

候变化治理机制；开展更多具体行动；关

于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数据的披

露有所提高。

         中国企业对风险与机遇的认识仍然不

足。相关政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

的，也是现阶段推动大多数企业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动力。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

是否将减排融入战略管理的标准之一。中

国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量化和管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

清晰的减排目标和规划。

        “十二五”规划及今后更多具体政策

的出台，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更多

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碳排放交

易市场”已经明确提出，对于即将进入碳

排放交易试点体系的企业而言，未来几年

对企业自身进行全面的碳盘查是必然趋势

和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投资者推动上市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目前，投资者还没有有

效地参与到 CDP 中国项目中。我们期待

并鼓励国内和国外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

CDP 中国项目，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的环境下，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取得更

多实质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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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Edward Clarence-Smith

         我非常高兴能为 2011 年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国报告作序。无论从环境的角度还是非环境的角度，气候变化或许是如今国际

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定义的挑战。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挑战——削

减贫困、保持经济增长、确保和平与稳定，气候变化议题是更为基础和根本性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和更广泛的商业领域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来源，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相应地，

提高工业能源效率（以及原材料效率）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核心服务之一。而 UNIDO 推动工业能效的提升不仅是为

了减缓气候变化，同时也因为其有利于商业发展：它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帮助国家实现能源安全。

        “非可测量，无以管理”是一条古老的管理箴言，用于形容碳排放再准确不过。没有对碳排放进行测量的企业将无法以成本有效的

方式对碳排放进行管理。因为他们既不知道自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产生排碳，以及排放量是多少，而这些正是企业探索最佳的减缓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信息。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向企业提供了一个工具，企业可以以此为起点，开始测量它们的排放量。 

         然而，CDP 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众所周知，要成功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在未来十年进行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将优先流向那些对碳

排放信息进行公开的公司。企业进行的碳信息披露可以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评估那些正在寻求与气候变化相关投资的企业，从而帮助

这些企业获得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测量并披露碳排放不仅仅使各行业受益。UNIDO 及联合国体系中的 51 家其他机构也于 2009 年开始测量并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正利用所收集的信息鉴别并实施减少排放的措施。

         我对今年参与 CDP 的中国上市公司表示称赞。我有信心，他们将会从碳排放测量和报告的行动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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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   Douglas Flint

         对于汇丰集团，气候变化是我们持续商业战略的一个基石，因此我非常荣幸为 2011 年碳信息披露项目报告作序。作为 CDP 的问

卷回应企业和联署机构，CDP 倡导的报告框架在过去十年帮助我们提升了对于气候变化领域的战略风险和机遇的理解和认识。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试图通过资金及宣传倡导来支持低碳增长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我们的研究表明，到 2020 年，低碳能源市场的

规模将增长三倍，达到 2.2 万亿美元。我们预测新兴经济体将迎来最为迅速的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计划扩大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规模，

到 2020 年其对 GDP 的贡献率实现由 3% 增加到 15% 的规划目标，而这七大产业均包含低碳发展要素。这清楚地表明了通过提高资源

效率、进行技术革新和长期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对我们来说，“气候商业”起源于我们的客户，而金融则居于应对方案的核心地位。为了发展清洁能源、削减排放、减少低效率的

资源使用，前期需要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有较高的成本投入，但后期可以产生更多的投资回报，而且运营成本更低。项目融资和股

市早已开始向气候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整个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仍需进一步配置和部署，包括固定收益和债券。为了使汇丰集团

（HSBC）能够从战略高度应对这个机遇，我们成立了气候商业委员会，由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 Stuart Gullive 任主席，包括我们所有业

务范围的主管在内。委员会已经找到了能使我们的客户在该领域继续盈利增长的新方式。

         然而，气候变化也加剧了全球经济下的商品约束。粮食产量已经受到不断升高的全球气温的影响。过去 12 个月，极端天气事件的

规模和强度也提醒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科学依据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

频率。作为全球领先的新兴市场银行，我们尤其关注亚洲和拉丁美洲面临气候影响的脆弱性，为此，我们的集团风险、运营和可持续

发展团队正将此纳入日常的调研，并强调银行应经受住这些压力。

         在这个对全球经济命运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的时期，人们很容易将气候变化看做是一件只适合在经济繁荣时期去讨论的奢侈议题，

但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放眼世界，我们正看到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可以驱动投资导向的经济复苏。政府

部门也积极应对，通过新的工具撬动私营资本，比如 2012 年即将开始运营的英国绿色投资银行。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刻，那些具有远见

的企业，才能帮助形成未来经济复兴的轮廓，从而促进清洁、盈利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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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首席执行官    Paul Simpson

        当前，企业、投资者和政府正面临一项选择：是积极竞争有限的资源，还是努力发展低碳经济。而后者在保证可持续、可盈利经

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对日益稀缺的原材料的依赖。

        2010 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担忧，并同时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升温

控制在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发生的温度范围内，即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的 2°C 以内，就必须立即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

         此外，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正加剧企业对有限的化石燃料供应的争夺。对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竞争，不仅正在向商品价格施加

压力，也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显而易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我们必须摆脱依赖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企业对其碳排放进行管理，并使业务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丰厚的股东回报的基础。2011 年初，美世投资咨

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机构投资者管理其投资组合气候风险最好的方式是将投资组合的 40% 转移到对气候变化敏感的资产，特

别是那些可以适应低碳环境的资产。

         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应该是与其投资的公司开展合作，以鼓励这些公司改进绩效。碳行动项目（Carbon Action）是 CDP 今年

启动的一项新倡议。该倡议由一组领先的投资者发起，以鼓励其投资组合中的公司，通过投资那些具有良好投资回收期的减排活动，

来降低排放。碳行动反映了逐渐增长的一种共识，即企业可以通过广泛多样的减碳行动，来实现商业收益和价值。因此，确保这些行

动的实施，关系到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那些积极的投资持有者的利益。

          随着碳管理逐步被融入企业核心业务战略和主流投资决策参考，全球对企业气候变化信息基础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

CDP 代表 551 家机构投资者搜集全球各大公司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CDP 与全球的企业和政府合作，通过 CDP 供应链项目加强供

应链的弹性和可持续性。CDP 城市项目已经启动，旨在帮助全球主要城市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促进经济增长；CDP 水信息披露项目目

前已进入第二年，通过与全球主要企业合作，力求改善水资源管理。CDP 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是确保所收集的数据得到有效利用。为

达到这一目的，企业可以通过 CDP 报告服务（Reporter Services）获得相关工具，帮助企业更有效地测量、报告和管理碳排放。

         正是通过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CDP 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在中国大陆，我们很高兴能与区域合作伙伴商道纵横一起工作。此外，

我们高度重视如下 CDP 全球顾问的继续支持 ：普华永道、埃森哲、微软、SAP、彭博。这些公司，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合作伙伴，

对于 CDP 使命的加速实现不可或缺。

         对于迫切需要推进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企业在耐心等待的同时，必须不断开拓创新，寻求机遇，以利用更少资源取得更大成就。

兼顾合规、低碳、高增长的经济决策，将为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带来可观的价值。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以及企业对 CDP 问卷的回应，

都在照亮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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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11 年，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代

表资产管理总额超过 71 万亿美元的全球

551 家机构投资者，向全球 3000 多家上市

公司发出问卷，鼓励其披露应对气候变化

的战略和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这是

CDP 第 9 次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此项调查，

也是连续第 4 年在中国开展调查。

         在中国，兴业银行连续四年，兴业全

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连续两年，

作为联署投资机构，支持 CDP 项目。商道

纵横作为 CDP 2011 的中国执行机构，连

续第 4 年向中国 100 家市值最大的上市企

业发出碳信息披露问卷。

         最终，11 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35

家提供了相关信息 。这是历年来中国企业

CDP 参与度最高的一次，提供信息的企业

数量显著增加。但是，填写问卷的企业数

量则有所下降。减排目标和排放数据等量

化数据仍然在企业回答信息中严重缺失。

         企业更加关注新技术，以促进自身节

能减排。山西同世达煤化工集团、神华集

团在高碳能源低碳利用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神华集团和

华能集团在 CCS 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为该技术的未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良

好的基础。

         碳金融继续创新发展。浦发银行、民

生银行、兴业银行等 7 家银行开始积极发

展碳金融业务，探索多样化的融资模式。

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已

经纷纷推出低碳理财产品。

         

         碳交易市场曙光可期。无论是国务院

通过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还是“十二五”规划，都

明确提及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

还将尽快出台《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可以预计碳交

易在“十二五”期间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企业也通

过具体行动践行节能减排和低碳转型。一

些行业领先的企业起着良好的表率作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以及

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

务的呼声渐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进

行低碳转型，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途径。

         节能减排迎来新契机。中国政府出

台的气候变化政策文件涵盖节能减排、新

能源、低碳城市建设、碳排放交易等重要

领域。一系列节能减排的重大政策文件也

将随之出台，节能减排指标分解，相关统

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立等工作将逐步得

到落实。

1. 相关信息包括：企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治

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企业环境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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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盘查日益受到关注。瑞安房地产有

限公司和伊利集团均在 2011 年初完成了

自主碳盘查，并接受了第三方审核机构的

审验。

         绿色供应链有益尝试。宝钢于 2008

年推出《绿色采购行动计划》，试图将低碳、

环境保护思维融入供应链各环节中，成为

国内钢铁行业绿色采购的先行者。2011

年 3 月，宝钢发布中国钢铁行业首个《绿

色采购指南》。

        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力量日渐成

熟，付出的努力可圈可点。

         除了以往的宣传活动，民间组织积极

参与低碳研究工作，更为专业和深入。一

些民间组织开始与行业领先企业开展合

作，以促进整个行业的低碳实践。此外，

中国媒体在推动低碳社会和企业建设方面

也塑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利用多种形式

进行相关报导，并以自身的力量发起应对

气候变化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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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新能源产业理性发展。“十二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 2015 年非化石能

源必须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 11.4%。

该约束性指标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发展新

能源的决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正

经历由追求“量”到重视“质”的转变。

         低碳城市建设处于试点摸索阶段。

各地争相提出“低碳城市”口号。基础性

工作，如对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统

计和调查，制定低碳发展规划等，正在逐

步受到重视。

        



         92% 的样本企业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具体行动，主要包括节能项目、新能源、

碳交易、绿色投资、公益项目和绿色办公

六个方面。其中提及最多的是节能项目，

占 63%；28% 的报告提到清洁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10% 提到绿色投

资项目；41% 和 46% 的报告分别提到公

益项目和绿色办公。

          只有 5 家企业在 CSR 报告中披露了

减排目标，但高达 70% 的企业披露了以

能源消耗量、温室气体减排量等为主的量

化信息，高于 2010 年的 60%；只有 6 家

企业在披露这些量化信息时，注明了数据

收集或计算方法；没有企业就披露的相关

数据和信息进行第三方审核。

CDP 问卷分析

         2011 年，在 100 家受邀参与 CDP 2011

问卷调查的中国企业中，46% 的企业对

CDP 进行了积极回应，其中 11 家企业填写

了问卷，35家提供相关信息，39家没有回复，

15家拒绝参与。11家填写问卷的企业：

         分布在 7 个行业，银行业有 4 家企业填

写问卷，在绝对数量上居首。在贸易公司与

经销商、酒店、餐饮与休闲、金属与采矿、

金融服务、建筑材料、化学制品、航空、工

业集团企业等行业，没有企业对 CDP 做出

积极回应。

         64%（7 家）的企业表示由董事会指定

的个人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

理工作；82%（9 家）的企业表示会提供相

应的个人绩效激励机制进行气候变化问题管

理。

         64%（7 家）的企业表示已经将管理气

候变化风险和机遇整合入公司识别经营风险

和机遇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 ; 73%（8 家）

的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商

业战略中。

         在减排目标方面，27%（3 家）的企业

表示设立了强度目标，1 家企业设立了绝对

目标，45%（5 家）没有制定目标。但在设

立目标的企业中，没有企业给出温室气体范

畴、减排目标、基准年、基准年排放量、目

标年和完成进度等全面信息。

         

         55%（6 家）的企业表示识别了气候

变化带来的法规机遇，如未来关于产品能

效和标准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推动企业提高

现有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拓展业务范围，

提升竞争力；27%（3 家）的企业认为气

候变化为其带来了有形机遇；18%（2 家）

的企业表示自身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其

他机遇。

         只有 27%（3 家）的企业表示采用了

相关核算标准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数据搜

集 和 计 算。这 3 家 企 业 分 别 采 用 了

IS014064-1，美国能源学会 SANGEA 排

放数据管理系统，以及中国公司节能减排

管理项目。

         只有 27%（3 家）的企业提供了范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9%（1 家）的

企业提供了范畴 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只有 9%（1 家）的企业表示已经完

成了对范畴 1 排放的验证或审验工作，1

家企业表示正处于对范畴 1 排放进行验证

或审验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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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家）的企业认为自身面临气

候变化带来的法规风险，如国际气候制度

中 CDM 规则的改变、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的规定、燃料税 / 能源税 / 碳税的征收等；

分别有 27%（3 家）的企业认为自身面

临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形风险和其他风险。

CSR 报告分析
    

        2011 年，中国企业共发布了 703 份企

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节能减排”和“绿

色办公”是企业披露最多的环境信息。通

过对 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发布的 CSR

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信息进

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对 CDP 问卷分析进

行补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气候变

化和低碳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2011 年，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企

业中共有 71 家公司发布了 CSR 报告，

87% 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该比例较

往年有明显提升。其中，73% 的报告设置

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专门章节，32% 的报

告在领导辞中出现。

          样本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

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

不足。只有 20% 的报告提到了风险，与

2010 年的 19% 基本持平；只有 7% 的报

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

   

CSR 报告分析
    

        2011 年，中国企业共发布了 703 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CSR），“节能减排”和“绿

色办公”是企业披露最多的环境信息。通

过对 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发布的 CSR

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信息进

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对 CDP 问卷分析进

行补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气候变

化和低碳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2011 年，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企

业中共有 71 家公司发布了 CSR 报告，

87% 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该比例较

往年有明显提升。其中，73% 的报告设置

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专门章节，32% 的报

告在领导辞中提到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样本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

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

不足。只有 20% 的报告提到了风险，与

2010 年的 19% 基本持平；只有 7% 的报

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

   
          中国样本企业在战略上日益重视系统

应对气候变化。15%（11 家）的企业成立

了专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治理机

构或领导机构；23%（16 家）的企业披露

了气候变化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23%

（16 家）的企业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的方法体系。



结论与展望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覆盖节能减排、新能源、低碳城市、

碳排放交易等领域。这些政策开始更多地

落向实处，特别是碳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纳入“十二五”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政

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中国企业对 CDP 的回应率达到 4 年

最高，但填写问卷的企业较 2010 年有所

下降。一方面反映出企业在公开信息、与

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更为积极和透明；同

时也反映出企业在碳数据方面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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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样本企业 CSR 报告进行研究的结

果表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日趋积

极，主要体现在：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与认

知程度不断增加；从战略高度逐步建立气

候变化治理机制；开展更多具体行动；关

于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数据的披

露有所提高。

         中国企业对风险与机遇的认识仍然不

足。相关政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

的，也是现阶段推动大多数企业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动力。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

是否将减排融入战略管理的标准之一。中

国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量化和管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

清晰的减排目标和规划。

        “十二五”规划及今后更多具体政策

的出台，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更多

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碳排放交

易市场”已经明确提出，对于即将进入碳

排放交易试点体系的企业而言，未来几年

对企业自身进行全面的碳盘查是必然趋势

和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投资者推动上市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目前，投资者还没有有

效地参与到 CDP 中国项目中。我们期待

并鼓励国内和国外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

CDP 中国项目，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的环境下，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取得更

多实质性进步。

 

          对样本企业 CSR 报告进行研究的结

果表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日趋积

极，主要体现在：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与认

知程度不断增加；从战略高度逐步建立气

候变化治理机制；开展更多具体行动；关

于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数据的披

露有所提高。

         中国企业对风险与机遇的认识仍然不

足。相关政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

的，也是现阶段推动大多数企业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动力。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

是否将减排融入战略管理的标准之一。中

国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量化和管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

清晰的减排目标和规划。

        “十二五”规划及今后更多具体政策

的出台，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更多

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碳排放交

易市场”已经明确提出，对于即将进入碳

排放交易试点体系的企业而言，未来几年

对企业自身进行全面的碳盘查是必然趋势

和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投资者推动上市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目前，投资者还没有有

效地参与到 CDP 中国项目中。我们期待

并鼓励国内和国外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

CDP 中国项目，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的环境下，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取得更

多实质性进步。

 



目  录
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Edward   Clarence-Smith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

Douglas   Flint

CDP 首席执行官，

Paul   Simpson

摘要

 1. 概览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3. CDP 问卷分析

 

 4. CSR 报告分析

 

 5. 结论与展望

 

附录 1      新兴市场 800 指数回应概况

附录 2      CDP2011 调查问卷

附录 3      CDP 中国 100 历年回应状态

05

06

07

08

12

16

23

32

36

38

39

43

11

碳信息披露项目  中国报告  2 0 1 1                

（中国企业）



推进减缓气候变化行动

         CDP 坚信可以在推动企业减排方面做

出更多的努力，并致力于与投资者和企业通

力合作，尽快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促进世界

共同推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碳行动项目

          2 0 1 1 年 4 月，   CDP 发 起 碳 行 动

（Carbon Action）倡议，该倡议由一组领先

的投资者发起，以鼓励其投资组合中的公司，

通过投资那些具有良好投资回收期的减排活

动，来降低排放。碳行动反映了逐渐增长的

一种共识，即企业可以通过广泛多样的减碳

行动，来实现商业收益和价值。

 

  1. 概  览

CDP 全球概览
关于 CDP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是一个独

立的非盈利性组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企业气候变化和水信息数据库。全球最

大的经济体中约 3000 家机构，现已通过

CDP 测量并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水资

源利用情况，并评估气候变化和水资源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建立减排目标、

改善绩效。CDP 代表机构投资者、采购

机构和政府向企业收集数据，并将这些

数据融入商业和政策的制定决策中。

        

持续改进数据质量

外部审验

          2011 年，CDP 提高碳排放披露的

审验水平，以改进全球公司提交信息的

质量。相应地，这一举措将逐步建立起

对碳排放报告的信任，并促进所披露的

数据在相关分析和决策中更多地被运用。

外部审验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投资者、客

户、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对有保证的、可靠的气候数据日

益增加的市场需求。

          改进内部管理流程从而获得竞争优

势，是企业进行外部审验的一项关键收

益。为支持和驱动企业进行外部审验，

2011 年，CDP 在对企业回应的信息进行

碳披露和碳绩效评分时，给予外部审验

很高的得分权重。同时，也将外部审验

作为企业入选 CPLI 的标准之一。           

　　目前，一些行业领先的企业正在从可

量化的碳排放管理过程和实践中收获明显

的商业收益。这些企业的经验证明，面对

能源成本的上升，减少排放意味着获得更

高的收益。碳行动倡议将着力突出这些企

业的最佳实践案例，鼓励更多企业改进绩

效，通过切实的减碳行动实现商业收益和

价值。

城市碳信息披露项目
         2010 年 11 月，CDP 宣布启动城市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 Cities Program），

为全球各大城市提供一套完整的体系来报

告城市气候变化治理、温室气体排放量、

适应和气候变化战略。

         2011 年 6 月，CDP 于巴西圣保罗

C40 大城市气候变化峰会召开期间发布首

份全球城市报告，聚焦世界上最大城市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报告涉及 C40 城市气

候领导集团的 58 个核心城市，这些城市

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8%。其中 72%

的城市报告和评估了当地政府和地区的温

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识别气候变化带来

的机遇和风险情况。

         2011 年，CDP 代表全球资产管理总

额达 71 万亿美元的 551 家机构投资者，

向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800

家上市公司发出其年度气候变化数据披

露请求。这是CDP第9次开展此项调查。

最终，超过 2038 家企业回答了 CDP 的

问卷（全球主要趋势如表 1 所示）。

           CDP 2011 全球报告对入选 2011

年碳信息披露领袖企业指数 （Carbon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CDLI）  和

碳 排 放 绩 效 领 导 力 指 数（Carbon 

Performance Leadership Index, CPLI）

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了研究。数据分析

显示，从 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5 月，

入选 CDLI 和 CPLI 的企业获得的平均总

收益约为全球 500 强企业的两倍。这项

结果表明，更好的财务绩效和良好的气

候变化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存在很强的

关联。CDP 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意识到

应对气候变化在商业战略和运营中的重

要地位，采取积极行动，获得可持续盈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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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 1.  主要趋势一览       

此表按照地域和行业数据组归纳了 2011 碳信息披露项目的主要发现

2



* 表示与上一年相比，样本数量的变化。  

** 表示 2011 年新增样本。

14

概  览

7

2.  主要趋势一览表对企业回答某些重要问题时所提供的数据

趋势进行了简要描述。此表中数据是截至 2011 年 9 月 7 日，

企业通过在线回答系统提交给 CDP 的全部回复的总结，可

能与本报告其他位置出现的数据不一致。其他位置数据是基

于在当地适用的问卷提交截止日期之内回复的企业数（例如

2011 年 6 月 30 日）。请参阅 CDP 网站和地区报告获得此表

的更新版本。

6. 亚洲除日本、印度、中国和韩国。 

7. 此栏目数字包含了 2011 年所有样本的回复，以及未包含  

在特定地域及行业样本中的公司回应。

3.  在个别情况下，由于企业转让、并购或多股上市，本表

中包含的企业数量要略低于原始样本的规模。

4.  此栏目数字包含公司提交的 CDP2011 非在线回答的信

息以及由母公司提交的非直接回应信息。所有其他的主要

趋势指标都仅仅是基于公司直接的、在线回答信息。

5.  此表包括了数据核查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公司。



CDP 中国近期规划

         未来，CDP 打算进一步在中国投入

更多资源，深化与政府及投资者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

家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平台，推动中国

企业开展碳管理，并使之成为企业整体

战略的一部分。

         CDP 将深化与地方政府和供应商之

间的合作，并逐步向中国引进城市碳信

息披露项目、供应链项目和水信息披露

项目，使中国业务进一步多样化。

         

CDP 中国概览

企业回应情况

         2011 年，兴业银行连续四年，兴业

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连续

两年，签名成为联署机构，支持 CDP 项

目向企业发出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请

求。这也是 CDP 连续第 4 次委托商道纵

横，向中国市值最大的 100 家企业发送

披露请求，呼吁企业披露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的相关信息和数据。

         在 2011 年中国 100 样本的问卷调

查中，46% 的企业对 CDP 进行了回应。

其中填写问卷 11 家，提供信息 35 家。

这是中国上市公司四年来参与 CDP 数量

最高的一次，但企业填写问卷的数量较

2010 年有所下降。在具体问题上，企业

对定性信息的回答率高于定量信息。这

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公开自身信息，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更为积极；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拥有详细且全面的碳数据，

并愿意将数据进行披露的中国上市企业

仍然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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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CDP 将与学术界和咨询机构

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推动信息披露质量

进一步提高，为中国“十二五”节能减

排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企业更加关注新技术，以促进自身节

能减排。山西同世达煤化工集团、神华集

团在高碳能源低碳利用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神华集团和

华能集团在 CCS 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为该技术的未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良

好的基础。

         碳金融继续创新发展。浦发银行、民

生银行、兴业银行等 7 家银行开始积极发

展碳金融业务，探索多样化的融资模式。

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已

经纷纷推出低碳理财产品。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过去一年，中国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西南地区遭遇 50 年来最严重旱灾，江西

鄱阳湖创 60 年同期最低水位，贵州、湖

南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等，给经济、

社会和环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加的减

排压力日益增加。无论从确保自身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应对国

际压力的角度，中国正在将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探索低碳发展道路，提上前

所未有的高度和重要议程。

         “十二五”规划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6% 和

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至 11.4%，向外界传达了清晰的信

号：中国将以更积极的姿态迎接气候变

化和低碳时代的挑战、把握机遇，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

8.根据报告发布时间，在本章中如无特殊说明，政策与行动的筛

选时间范围为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

9.“温家宝主持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领导小组会议” 中央政府

门户网站 2011年7月19日 

http://www.gov.cn/ldhd/2011-07/19/content_1909414.htm

10.“环保大会召开，节能减排重大政策文件将出台” 经济参考报 

2011年7月25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stock/h/2011/0725/c226333-295929

4833.html

 11.“我国海上风电发电起步平稳潜力巨大”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年 7 月 6 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7-06/3159938.shtml

政策与行动
           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气候

变化相关政策，并开展积极的应对行动。节

能减排、新能源发展、低碳城市建设、碳交

易等领域得到极大重视   。

节能减排迎来新契机

           中国作为煤炭大国的现状决定了节能减

排和提高能效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中扮演重

要角色。节能减排政策法规的出台，在强调

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能耗

的同时，注重对已有政策的巩固、评估和加

强       。

         “十二五”规划正式公布了节能减排量化

目标后，对该目标进行分解等政策计划也陆

续提上日程。2011年7月19日，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并原则同意“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强调从工业、交通、建筑、生活等重

点领域推进节能减排    。与“十一五”主要

针对工业领域“两高”行业相比，“十二五”

节能减排政策覆盖了全社会的主要产业。专

业权威人士表示，一系列节能减排的重大政

策文件也将随之出台，旨在落实节能减排指

标分解，完善相关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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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节能减排管理正成

为政策鼓励的重点之一。2010 年，《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的意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

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合同能源

管理技术通则》等文件的出台，积极鼓

励了节能减排管理的发展，并给予相关

技术指导和标准要求。“十二五”节能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强调加强节能减排管

理，通过完善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和相关

国家标准，鼓励企业建立节能计量、台

账和统计制度，并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

能效标识和政府节能采购等管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节能减排管理正成

为政策鼓励的重点之一。2010 年，《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的意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

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合同能源

管理技术通则》等文件的出台，积极鼓

励了节能减排管理的发展，并给予相关

技术指导和标准要求。“十二五”节能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强调加强节能减排管

理，通过完善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和相关

国家标准，鼓励企业建立节能计量、台

账和统计制度，并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

能效标识和政府节能采购等管理方式。

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随着近年来政府政策对清洁能源的

大力引导，中国在新能源，尤其是风能

方面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截至 2010 年

底，中国风力累计装机容量达 4473 万千

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提出培育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

风电规模化发展，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

术的推广及市场开拓，以及因地制宜开

发利用生物质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

出非化石能源占比 11.4% 的目标，表明

了中国发展新能源的决心。2011年 4月，

发改委与国务院有关部门修订并发布《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将

新能源明确列入“鼓励类”产业，覆盖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

热能等多种新能源。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开始对新能源

发展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在大力鼓励

风电机组国产化的国家政策下，风电行

业发展过热，造成产能过剩、难以保证

风机质量等问题。2011 年 4 月底，国家

能源局表示已经组织相关单位制订《风

电标准体系框架（讨论稿）》。2011 年 8

月 5 日，国家能源局审定并发布《大型

风电场并网涉及技术规范》，其中包含

18 项保障风电技术和产业稳健发展的重

要标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正经

历由追求“量”到重视“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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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政府部分节能减排政策

 12. 五省八市分别是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五省，天津、

重庆、杭州、厦门、深圳、贵阳、南昌、保定八市。

 13.“姜克隽：虚假的‘低碳城市’” 中外对话 2010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916

 14.“广东省七省试点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1 世纪网 2010

年 10 月 21 日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25866

 15.“5 省 8 市低碳试点方案将纳入当地‘十二五’规划” 新华社 

2011 年 2 月 9 日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27055

 16.“国内首份基于排放源的碳排放报告问世”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1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21cbh.com/HTML/2011-5-

27/3NMDAwMDI0MTA3Nw.html

         摸清温室气体排放是进行低碳城市规

划的基础，设计合理的低碳指标和评价体

系并将其纳入城市的整体规划是指导低碳

城市建设的战略基础。从地方建设低碳城

市的最新动态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省市

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着手相关工作。

         低碳城市建设综合性强、复杂程度高，

一方面需要重视基础工作；另一方面应继

续加强节能减排，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

技术，积极探索低碳融资机制，倡导低碳

生活方式，并重视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同时，应给予转型中的能源大省大力支持，

并出台低碳发展指导方针，形成中央与地

方的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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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商道纵横

要标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正经历

由追求“量”到重视“质”的转变。

低碳城市建设
处于试点摸索阶段

         低碳城市在“十一五”期间成为热

点议题。目前五省八市     被列为国家低

碳试点省市，其他一些省市也争相提出“低

碳城市”口号。大多数城市在低碳城市建

设方面都有自己的亮点，但有关学者指出，

很多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时缺少低碳指

标，难以实现真正的“低碳”  。过去一年中，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基础性工作予以重

视。

12

13

CSR 报告分析
    

        2011 年，中国企业共发布了 703 份企

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节能减排”和“绿

色办公”是企业披露最多的环境信息。通

过对 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发布的 CSR

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信息进

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对 CDP 问卷分析进

行补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气候变

化和低碳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2011 年，CDP 2011 中国 100 样本企

业中共有 71 家公司发布了 CSR 报告，

87% 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该比例较

往年有明显提升。其中，73% 的报告设置

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专门章节，32% 的报

告在领导辞中出现。

          样本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

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

不足。只有 20% 的报告提到了风险，与

2010 年的 19% 基本持平；只有 7% 的报

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

   

        2010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将广东、

湖北、辽宁、云南、浙江、陕西、天津 7

个省市列为编制 2005 年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的试点城市，要求这些省市在 2011 年

底前完成包括能源活动在内的基础数据的

统计和调查    。2011 年 2 月，发改委要

求低碳试点的五省八市将各地的低碳试点

方案纳入本地“十二五”规划，加快建立

低碳产业体系   。此外，《中国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2005 年）》于 2011 年 6 月编制

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审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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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对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作为应对气候变

化的主体——中国企业在过去一年继续努

力开展绿色行动，积极推进节能减排。一

些行业领先的中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实践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突破，成为推

动更多企业践行低碳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高碳能源低碳利用

         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70%，且短期内很难改变煤炭作为主要能

源结构的现状。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日趋

严格，高排放行业，尤其是煤炭行业面临

越来越大的压力。高碳能源低碳化是这些

行业的重要应对思路之一。

          神华集团在进行煤炭合理开发和清洁

转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研究，“十一

五”期间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并提出

“高碳企业，低碳发展”的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思想。2011 年，神华集团完成煤炭

下游发展的煤质烯烃项目    。该项目以煤

为原料生产聚烯烃，对于石油化工原料替

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8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18

          对样本企业 CSR 报告进行研究的结

果表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日趋积

极，主要体现在：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与认

知程度不断增加；从战略高度逐步建立气

候变化治理机制；开展更多具体行动；关

于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数据的披

露有所提高。

         中国企业对风险与机遇的认识仍然不

足。相关政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

的，也是现阶段推动大多数企业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动力。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

是否将减排融入战略管理的标准之一。中

国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量化和管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

清晰的减排目标和规划。

        “十二五”规划及今后更多具体政策

的出台，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更多

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碳排放交

易市场”已经明确提出，对于即将进入碳

排放交易试点体系的企业而言，未来几年

对企业自身进行全面的碳盘查是必然趋势

和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投资者推动上市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目前，投资者还没有有

效地参与到 CDP 中国项目中。我们期待

并鼓励国内和国外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

CDP 中国项目，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的环境下，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取得更

多实质性进步。

 

表 3.  2011 年部分省市的主要低碳发展措施

资料来源：商道纵横

碳交易市场政策信号明确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通过的《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中提出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完善温室

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

放交易市场”，首次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

实施碳排放交易的时间。2011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将

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并逐步建设碳排

放交易市场。

       

 17.“发布首个自愿减排排行榜，高耗能企业基本没参与：强制

碳减排渐行渐近” 人民网 2011 年 7 月 6 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GB/15088430.html

18. “低碳榜样对话：求索中国低碳之路” 和讯网 2011 年 8 月

11 日 http://news.hexun.com/2011-08-11/132361659.html

         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于 2011 年 7 月

表示，中国将尽快出台《中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通过

建立国内碳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规范

自愿减排交易活动，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降低交易成本    。预计碳交易试点城市将

尽快得到正式文件确定，碳交易机制设计、

初始碳交易指标分配、行业准入标准等问

题在“十二五”期间也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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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减排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各行业先进减

排技术的突破和发展。碳捕获与封存

（CCS）技术减排潜力巨大，对于企业完

成国家减排目标、履行国际责任具有重

要意义。2011 年，中国企业在 CCS 技术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未来该减排

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发展和产业化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011 年 1 月，中国华能集团已建成

投运的北京电热厂和上海石洞口二厂二

氧化碳捕集系统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升级

试验和测试，运行稳定，经国家能源局

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技术的

关键部件将作为高级能源技术出口到美

国。已捕集到的 12 万吨高纯度二氧化碳

已经全部销售给食品企业和碳酸饮料厂

家。

22.“海尔携手三大国际巨头，开启全球家电绿色元年” 四川在

线 2011 年 3 月 21 日 

http://it.scol.com.cn/jdgz/content/2011-03/21/content_207

8576.htm?node=574

 23.“海尔‘家电零时代’战略发布会在在北京召开” 网络导报 

2011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uniflows.com:9100/epaper/wldb/html/2011/08/

23/25/25_23.htm

 24.“26 家企业联合发起共建绿色通信倡议书” 通信产业网 

2011 年 3 月 16 日 

http://tech.sina.com.cn/t/2011-03-16/17255294503.shtm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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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框

2011 年 2 月，山西同世达煤化工集
团在焦炉煤气高效利用方面取得了新
进展　。该项目采用太原高校开发的
焦炉气制合成天然气技术，以及合成
气甲烷化方法和设备，实现示范装置
工艺流程短，成本低，节能显著，为
高碳能源低碳化发展奠定了技术基
础。

19

资料框

2011 年 2 月，神华集团 CCS 示范

项目的液化与净化装置成功生产出

纯度为 99.2%、适应地下封存的二

氧化碳液体  。这也是亚洲最大、

中国首个 CCS 项目，为未来 CCS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和借鉴

经验。

21

家电行业开启低碳转型大门

         作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家电业，在推动消费者进行节能减排

上扮演重要角色。家电业进行绿色转型

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海尔集团在绿色家电方面起到了

表率作用，是国内唯一通过国家“低碳

认证”的家电企业。2011 年 3 月，海

尔与三家国际巨头（美国陶氏、欧洲

BEST 和新西兰斐雪派克）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研发世界领先的绿色家电

解决方案   ，探索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8 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海尔联合

主办“家电零时代”战略研讨会上，海

尔展示了六大类“零时代”产品  。这

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对绿色节能技术

进行了引领性的创新和应用。

22

23

ICT 行业持续推动低碳通信

         信息、通信和技术（ICT）行业本

身属于低排放行业，但随着通信范围的

扩张、基站设备的增长，相关能耗也面

临挑战。近年来，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

打造绿色产业链，中国 ICT 企业已经在

低碳通信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如中国移

动在光能和风能丰富的地区，利用这两

种可再生能源建立风光互补基站。截至

2010年底，已经累计建设7700多座风、

光新能源基站。过去一年，低碳通信领

域又出现新动向。

         在2011年第四届绿色通信大会上，

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

在内的 26 家通信企业发布共建绿色通

信倡议书   。倡议书提出建设绿色节能

网络、加快产品研发、加强产业链协同、

注重标准规范建立等内容。

24

19.“高碳能源低碳利用技术出新” 中国化工报 2011 年 2 月

24 日 

http://info.chem.hc360.com/2011/02/240903226844.shtml

 20.“华能碳捕集国际领先，12 万吨高纯 CO   一销而空” 光

明日报 2011 年 1 月 18 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dt/GB/13754682.html

 21.“我国首个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车成功” 中国广播

网 2011 年 2 月 21 日  

http://www.cnr.cn/newscenter/gnxw/201102/t20110221_

507700630.html

2

         沟通：与利益相关方就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信息进行沟通，是实现有效碳

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

题关注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通

过 CSR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应对

气候变化的具体信息。

         在本次调查中，73%（8 家）的企业

表示除了参与 CDP 外，还通过其它方式

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的信

息。其中通过年度报告和 CSR 报告（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的企

业分别有 5 家和 2 家。1 家企业表示通过

其他自愿沟通的方式发布信息，5 家企业

提供了具体报告名称或下载链接。



资料框

中兴通讯提出“能效矩阵”，从输入、
输出、排放三个层面对绿色指标进行
衡量。在通信能源系统中，对发生、
转换、传输和消耗四个环节的效率进
行研究，实现系统优化。

华为于 2010 年底，面向全球发布云
计算战略后，针对不同市场和不同行
业推出了相应的云计算解决方案。通
过“云终端”打造绿色办公模式，在
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的同时，减少碳
排放，促进自身和社会的节能减排。

 

 29.“‘低碳私募’杭州破冰” 21 世纪网 2010 年 4 月 1 日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401/2000641.shtml

 30.“募集超 10 亿低碳基金，民营企业抱团建立低碳联盟” 每

日经济新闻 2010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1112/20101112090

557183.html

资料框

2010 年 3 月底，全国首个低碳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浙商诺海低碳基金”

正式成立，两个月时间共募集的 2.2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新能源和高科技

企业的股权投资    。2010 年底，包

括复星集团、阿里巴巴、大连万达、

民生银行等在内 16 家民营企业计划

成立一支“低碳基金”，初步计划募

资 10 亿元资金，用于投资具有潜力

的节能环保公司和项目     。

绿色供应链有益尝试

         面对日趋严格的减排目标、日益缩

减的减排空间以及国际间的绿色贸易壁

垒，企业开始更加注重绿色供应链管理，

试图将低碳、环境保护思维融入供应链

各环节中，形成从原材料采购到产业设

计、制造、交付和生命周期支持的完整

的绿色供应链体系，以此带动供应商、

制造商、物流商、分销商、零售商共同

承担节能减排责任。已经有优秀的中国

企业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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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碳金融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信用交易和银行贷

款等。国际范围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碳金融”业务主要包括

四方面：碳交易市场机制；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

融活动；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

26.“中国企业自愿减排 2010 年度排行榜” 北京环境交易所

27.“中国 7 家银行试水碳金融” 北京日报 2011 年 6 月 27 日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28624

28.“Who’s winning the clean energy race? 2011” Pew 

Charitable Trusts 

http://www.pewenvironment.org/uploadedFiles/PEG/Public

ations/Report/G-20Report-LOWRes-FINAL.pdf

26

碳金融进入试水阶段

         在政策和市场的驱动下，国内相关机

构和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碳金融   的

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天津排污权交易所等机构已经在碳

交易领域获得初步经验。2011 年 6 月，

北京环境交易所发布的《中国企业自愿减

排 2010 年度排行榜》显示，2010 年共有

41 个参与自愿减排的机构（活动）上榜，

其中 10 家企业从企业运营层面购买碳信

用   。浦发、民生、兴业等 7 家银行已经

在碳金融领域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展合作，

并开发出 8 种融资模式    。各类碳金融产

品也不断推出，如兴业银行的“中国低碳

信用卡”、招商银行的“绿色生态文明理

财产品”、中国光大银行的“低碳公益理

财产品”和“绿色零碳信用卡”等。

         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融活动，在过去

一年也有所发展。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

融资能力强的上市公司已经逐步意识到拓

宽投融资渠道助力低碳发展的重要性。中

国在 2010 年度成为吸引清洁能源投资量

最大的国家，投资额达 544 亿美元，比

2009 年上升 39%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

权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融资情况尚处于起步

阶段，只有 3.02 亿美元。

25

27

28

29

 30

碳盘查日益受重视

         碳排放的监测与盘查，是企业有效

进行碳管理和参与碳交易的前提与基础。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目前中国已有一

些企业自主开展碳盘查，尽管大多数企

业仍未摸清自己的“碳排放家底”。

         2011 年 1 月，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为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颁发

了 SGS 碳 盘 查 声 明，所 用 标 准 为

ISO14064。据称，瑞安房地产已经在公

司内部形成统一的碳盘查报告机制，并

建立了碳监测体系。2011 年 2 月，SGS

报告证明伊利已经完成温室气体排放量

核查工作，采用的是 ISO14064-1:2006

标准体系。



民间力量
         过去一年，一些在中国的民间力量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同样可圈可点。

从开展研究，到推动企业低碳实践；从发

起公众行动到参与国际谈判，民间组织在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倡导

者”的角色，而是逐渐承担起“民间智库”

的重任。

开展低碳相关研究

　　民间组织积极与政府部门、高校、科

研院所、行业协会和领先企业合作，开展

专业的低碳相关研究、寻找低碳解决方案，

为推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

提供了丰富和实用的信息。

 

民营企业迎头赶上

　    大多数民企目前对于碳管理和低碳经

济还较为陌生，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民营

企业已经开始行动，努力抓住低碳时代的

发展机遇。2010 年 11 月，在“福布斯中

国民营企业全球化论坛暨上海世博会民企

馆答谢礼”上，中国民企绿色低碳联盟正

式宣告成立。泰豪集团、欧普照明、爱仕达、

伽蓝集团等多家民企馆参展企业成为中国

民企绿色低碳联盟首批理事长成员单位。

民企低碳联盟致力于“倡导低碳经济，打

造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科技，共建低碳中

国”的非法人、活动性、学术性民间联盟，

旨在打造中国民营企业在低碳、环保、节

能型企业建设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并将这

些交流与合作延伸至政府、产业、学术界、

其他机构等社会各界。

资料框

宝钢于 2008 年推出《绿色采购行

动计划》，成为国内钢铁行业绿色采

购的先行者。2011 年 3 月，宝钢

发布中国钢铁行业首个《绿色采购

指南》。该指南从采购人员如何采购

绿色产品，以及供应商如何适应宝

钢的环境经营战略两个层面进行指

导，鼓励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清洁能源和原材料、先进工艺技术

等，将绿色标准、绿色认证和绿色

制造措施引入宝钢自身生产运营的

同时，推动供应商采用绿色标准、

履行绿色责任。

表 4. 民间组织发布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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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国企业签署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倡议书” WWF 网站 

2011 年 7 月

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resscenter/pressdetail.

shtm?id=1229

32.“气候组织在京启动‘碳路未来——中国企业碳战略’项目” 

网易新闻 2010 年 11 月

http://news.163.com/10/1109/18/6L2MPRDH00014JB6.html

33. “中国首家碳减排协会成立，开展百千万碳盘查行动” 中国

新闻网 2010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0/11-11/2650444.shtml

资料框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中德合资企业

一汽 - 大众在四川省南部凉山彝族

自治州越西县共同启动“碳汇林”

项目。一汽 - 大众捐资 155.1 万元

人民币，用于凉山自然保护区种植

2000 亩 24 万棵冷杉树，预计 30

年内可抵消 4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

于一万人一年的碳消耗。

该项目的实施，将在减缓全球变暖、

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以及推动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

生多重效益。

34.“‘公益碳踪’平台暨‘绿色点亮未来’项目在京启动” 气候

组织 2011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cn/news_and_events/tcg_n

ews/2011-04-28

35.“中国 60 家 NGO 亮相气候大会发布共同立场” 中国气候变

化信息网 2010 年 10 月 6 日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25667

36.“15 万中国公众签名支持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新华

网 2010 年 11 月 1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1/12/c_12767926.htm

37.“参加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 中国民间组织交流促进会  

2010 年 12 月

http://www.cnie.org.cn/www/NewsInfo.asp?NewsId=1197

38.“首席气候官来了” 搜狐公益 2010 年 8 月

http://gongyi.sohu.com/s2010/qihouguan/

39.“2010 气候变化全球媒体论坛” 搜狐绿色 2010 年 9 月

ht tp : / / g r e en . s ohu . c om/ s 2010 / c l ima t e - c h ange -

forum/?free9.net

推动企业低碳实践

          除了对企业的环境和供应链污染问

题进行监督外，一些民间组织开始与国

内的领先企业开展合作，以促进和推动

整个行业的低碳实践。例如，WWF 提出

的《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倡议书》，

得到众多中国企业的签名支持，六家企

业还加入了 WWF“全球森林贸易中国网

络”    ；气候组织启动“碳路未来——中

国企业碳战略”项目，携手国内领袖企

业共同探讨企业低碳发展的机遇、挑战、

要素与路径，协助企业制定低碳发展战

略，推动最佳低碳实践   。

31

32

发起公众减排行动

         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对公众的引导和号

召力量，推动公众以实际行动参与节能减

排，为中国公民社会直接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创造了有力条件。例如，中国首家碳减

排联盟——武汉碳减排协会开展的“百千

万碳盘查行动”，核算了武汉市上千户家

庭的碳排放    ；气候组织开展的“公益碳踪”

项目，为社会公益项目的实际减碳效果提

供了一个独立、可信的平台  。

33

34

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中国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

判，发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声音。2010 年

10 月，在天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召开期间，60 家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发

出倡议，呼吁通过谈判尽快达成一个公正

有效的协议    。2010 年 11 月，在坎昆气

候变化大会举办前夕，中华环保民间组织

宣读了一份支持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立

场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得到国内 300 家

民间组织和 15 万民众的签名支持   。坎

昆会议期间，中国的民间组织还组织了多

场边会，展示中国公民社会在该领域发挥

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成绩   。

35

36

37

媒体行动
         中国媒体在推动低碳社会和企业建设

发面塑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报刊、

广电、网络、手机等多样化的形式进行相

关报导、传播低碳行动、发挥监督作用，

同时凭自身力量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类

活动，包括绿色低碳评奖排名等。《 21 世

纪经济报道》发起的”21世纪气候官计划”，

通过媒体专栏、研讨会、论坛等形式，推

动企业碳战略尽快出台     ；搜狐绿色合作

主办“2010 气候变化全球媒体论坛”，为

全球媒体分享经验和发展合作提供了有益

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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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样本选取
         2011 年，CDP 第 9 次在全球范围展

开调查，也是在中国进行的第 4 次调查。

此次中国调查样本的选择沿用了前两年样

本的选取方法，即从 H 股和 A 股的市场中

选择流通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剔除重复

项后确定 100 家样本。

         2011 年中国 100 家样本企业分布在

28个不同的行业。由于样本筛选方法一致，

2011 年样本与 2010 年出入不大，新增样

本 17 家。同时这 17 家企业也是自 2008

年以来首次进入 CDP 中国 100 样本。

图 4.  CDP 2011 中国 100 行业分布与回应情况

3. CDP 问卷分析

图 3.  2008-2011 年中国 100 CDP 回应数量

40. 相关信息包括：企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

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措施、企业环境报告或企业社

会责任 / 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企业回应概况
          2011 年中国 100 样本企业对 CDP 调

查问卷的回应率为 46%（46 家），其中 11

家企业填写了问卷，35 家企业向 CDP 提供

了相关信息  ，39 家没有回复，15 家拒绝

参与。从总量上看，2011 年中国企业对

CDP 的回应率再创新高。其中，提供信息

的企业呈显著上升趋势，比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提高 94.4% 和 34.6%。但填

写问卷的企业数量则低于 2010 年的 13 家

40

（2010 年填写问卷的企业中，有 3 家不在

今年的样本中，而其中 2 家曾连续 3 年回

答了 CDP 中国调查问卷），与 2009 年持平。

在新增样本的 17 家企业中，仅有 5 家企业

提供了信息，其余均拒绝参与或没有回应。

填写问卷　　　　提供信息



         从行业分布上看，中国 100 涉及的

28 个行业中只有 7 个行业的企业填写问

卷，分别是银行、建筑与工程、运输、煤

与消费用燃料、石油和天然气、信息技术、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其中银行业有 4 家企

业填写问卷，在绝对数量上居首。

         未对 CDP 进行回应或拒绝参与的企

业共有 54 家，主要分布在贸易公司与经

销商、酒店、餐饮与休闲、金属与采矿、

金融服务、建筑材料、化学制品、航空、

工业集团企业等行业。

图 3 CDP 2011 填写问卷企业
数量

         2011 年，有 3 家企业首次参与填写

问卷，分别属于煤与消费用燃料、建筑与

工程和汽车与汽车零部件行业。从连续三

至四年填写问卷的情况来看，银行类企业

的参与数量最高，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

银行业属于低碳排放企业；二是银行业与

诸多产业紧密联系，随着低碳政策信号的

加强，银行在绿色信贷、碳金融等方面也

处于积极探索与发展阶段；三是银行业的

样本选取相对稳定，其他行业则不然，如

2010 年填写问卷的 3 家信息技术企业，

有 2 家不在 2011 年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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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连续三年和连续四年填写 CDP 问卷的企业

图 5. CDP 2011 填写问卷企业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节能减排管理正成

为政策鼓励的重点之一。2010 年，《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的意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

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合同能源

管理技术通则》等文件的出台，积极鼓

励了节能减排管理的发展，并给予相关

技术指导和标准要求。“十二五”节能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强调加强节能减排管

理，通过完善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和相关

国家标准，鼓励企业建立节能计量、台

账和统计制度，并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

能效标识和政府节能采购等管理方式。



 

         在个人绩效方面，当被问及企业是

否提供相应激励机制进行气候变化问题

管理（含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82%

（9 家）的企业给出肯定回答，2 家企业

没有回答。9 家企业中，3 家企业表示激

励机制受益者为企业所有员工，5 家企

业表示管理层为激励机制受益者，1 家

银行表示激励机制受益者是环境友好型

公司。关于激励机制的类型，3 家企业

表示会提供奖金奖励。其中，1 家企业

还在其子公司设立了系列能耗（如燃料

和电）关键绩效指标，以考核奖金激励

机制的执行。

CDP 2011
问卷分析

        在问卷的结构上，CDP 每年会进行一

定调整，但所涵盖的具体问题基本不变。

2011 年问卷基本沿用了 2010 年的大部

分问题，同时新增了有关排放核算方法基

准年的题目。但 2011 年的问卷在结构上

调整较大，从 2010 年的五部分（治理、

风险和机遇，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能源和

燃料使用及交易，战略，沟通）调整为管理，

风险与机遇，排放三个部分，使得问卷结

构更为紧凑。

管理

         CDP 2011问卷主要从气候变化治理、

战略、减排目标和行动、沟通四个维度，

关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工作。

         治理：企业气候变化治理主要关注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机构及其承担的

具体责任，以及实现气候目标的激励机制

等。

         在回答问卷 11 家企业中，有 64%

（7 家）的企业表示由董事会指定的个人

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工

作，27%（3 家）的企业表示由相关执行

部门负责有关工作 , 1 家企业没有回应。

资料框

招商银行履行气候变化职责由其

他职能部门承担，重点发展绿色

金融。为此，招商银行在总行成

立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和绿色金融

工作小组，总行公司银行部、信

贷管理部、授信审批部均参与这

些工作。

 

       

        此外，2 家企业表示已经开始实施

ISO14001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以跟踪企

业的环境绩效。其中 1 家企业在 2010 年

加强了节能减排数据统计、监测和评估三

大体系，改进了节能减排统计报告的系统

管理方法，强化了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

       战略：企业将气候变化因素融入其

商业战略的程度，决定了企业应对气候变

化 的 原 则、目 标、行 动 和 力 度。CDP 

2011 问卷从风险管理方法、商业战略和

参与政策制定三个方面来考察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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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问及是否有具体个人或委员会，

及其承担的气候变化职责时，91%（10 家）

的企业做出回答，有 4 家对相关部门所

承担的职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其中

3 家企业表示由董事长或由董事会成立专

门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工

作：1 家低排放企业成立了社会责任领导

组，由董事长担任组长，旨在加强社会责

任管理，完善社会责任工作机制，促进包

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责任的综合工

作；1 家高排放企业则由董事会成立专注

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旗

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都成立了相应的部门

来执行该环保部门的具体任务；1 家银行

类企业表示其董事会成立了战略委员会，

主要负责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战略发

展计划，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在被问及是否有具体个人或委员会，

及其承担的气候变化职责时，91%（10 家）

的企业做出回答，有 4 家对相关部门所

承担的职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其中

3 家企业表示由董事长或由董事会成立专

门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工

作：1 家低排放企业成立了社会责任领导

组，由董事长担任组长，旨在加强社会责

任管理，完善社会责任工作机制，促进包

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责任的综合工

作；1 家高排放企业则由董事会成立专注

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旗

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都成立了相应的部门

来执行该环保部门的具体任务；1 家银行

类企业表示其董事会成立了战略委员会，

主要负责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战略发

展计划，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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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家）的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

气候变化融入公司商业战略中。其中 7 家

企业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银行类

企业的商业策略包括发展绿色金融，推动

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信贷发展，以及实施绿

色信贷分类与管理等内容。其他几家企业

的商业策略涉及增加环保投资，推动技术

创新，优化环境管理流程，在商业经营中

运用能源管理体系，利用软件和其他先进

技术跟踪自身的能源流量，以及利用生命

周期评价方法评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回答问卷企业中，64%（7 家）的企

业表示已经将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整

合入公司识别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内部风险

管理系统。其中 27%（3 家）的企业对气

候变化风险和机遇的整合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说明。

         某银行类企业表示绿色金融是其重点

发展领域。主要措施包括控制“两高”行

业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开展环境友好

型产业的信贷业务，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

新，以及实现内部绿色办公等。另一家银

行类企业表示在 2010 年建立了全新的绿

色信贷分类标准，包含 4 个层面和 12 个

类型，增加了对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企业的

支持。1 家煤与消费用燃料企业表示，每

年年末公司都要对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绩

效进行自我评估和测试，并对环境风险与

控制进行定期抽查跟踪。

41. 强度目标：以碳强度为减排目标，指减少单位产值所排

　　放的温室气体。

42. 绝对目标：以碳总量为减排目标，指减少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

资料框

兴业银行经常参加国内研究机构

组织的会议，在绿色信贷、风险

管理、银行可持续发展和银行社

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建议。

同时，兴业银行在 2010 年参与了

赤道原则绩效标准的修订，在

2011 年参与了全球报告倡议 3.0

框架的修订。

         在减排行动方面，当被问及企业产

品和 / 或服务的使用是否能够帮助第三

方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时，45%（5 家）的

企业给出了肯定回答，3 家企业给出否定

答案，3 家企业没有回答。银行类企业表

示其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如电子银行，

为节能减排和低碳项目提供的信贷支持

等，可以间接推动其他企业进行节能减

排。

         91%（10 家）的企业表示在报告年

度内正在开展减排行动（包括处于筹备

阶段或进行阶段的行动），高于 2010 年

62%（8 家）的比率。其中 9 家企业对

具体的减排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当被问及企业是否与政策制定者一起

探讨气候变化的可能应对方法（包括税收、

法规和碳交易等）时，36%（4 家）的企

业给出肯定答案，1 家企业表示否定，

55%（6 家）的企业没有回答。1 家高排

放企业表示会定期向政策制定者递交报

告，包括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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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目标和行动：战略具有指导

意义，而减排目标和行动则能更直接地

体现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

力。

         当被问及企业是否在报告年度内制

定了有效（正在执行的或已完成的）减

排目标时，27%（3 家）的企业表示设立

了强度目标   ，1 家企业设立了绝对目

标  ，45%（5 家）的企业表示没有制定

目标，2 家没有回答。但在设立目标的企

业中，没有企业给出全面的信息（包含

温室气体范畴、减排目标、基准年、基

准年排放量、目标年和完成进度等）。

         在 5 家表示没有制定目标的企业中，

有 4 家做出了相应解释。一家企业表示

自身属于低碳排放产业。一家表示目前

有进行能效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活动，

但尚未制定减排目标。一家企业已经制

定了公司整体的节能目标，但还没有设

立减排目标。另一家公司将旗下两个业

务单位在运营过程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情

况进行了披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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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企业减排活动概览

        此外，其他 4 家企业的减排活动主要

涉及：采购节能建筑材料，使用低碳照明，

利用新能源供电，回收利用二氧化碳，推

行低碳出行，以及利用生命周期评估工具

对产品进行评价和改进等。

         尽管回答问卷的企业对其减排活动做

出了陈述，但是并未能提供关于减排活动

带来的效果的量化信息，如已取得的年度

节能量、减排量、节约的资本等。

         在减排投资方面，64%（7 家）的企

业表示会采用相关方法鼓励减排活动的投

资。其中，2 家企业提出建立针对能效的

专项预算。另外，一家高排放企业提出建

立针对低碳产品研发的专项预算，鼓励低

碳清洁技术的投资与发展。

         

风险与机遇

         2011 年问卷同样将气候变化的风险

与机遇类型分别划分为三类：法规风险 /

机遇、有形风险 / 机遇以及其他风险 / 机

遇。

风险

         回答问卷的企业中，只有 55%（6 家）

的企业进行了回答，低于 2009 年和

2010 年 72.7%（8 家）和 92.3%（12 家）

的比例。18%（2 家）的企业识别了全

部 3 类风险，另外 4 家中，有 1 家同时

识别了法规风险和有形风险，2 家企业

识别了法规风险，1 家同时识别了法规

风险和其他风险。

         法规风险：55%（6 家）的企业

识别了与政策相关的法规风险，低于

2010 年的 69%（9 家）。其中 3 家属于

高排放企业，3 家属于低排放企业。 其余

5 家没有回答此问题。

         

         3 家企业表示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的

法规风险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大

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生产低碳产品；

出台信贷规则，通过跟踪、监测与反馈，

完善与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信贷机制；

参 加 国 际 倡 议，如 赤 道 原 则、CDP、

UNEP 金融倡议等，接受国际理念和方法，

提高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加大对

绿色和清洁能源的投资；跟踪可持续发

展的国家政策，与政府和研究机构保持

密切联系等。

27

碳信息披露项目  中国报告  2 0 1 1                

         对于银行类企业，政策法规的调整会

对那些气候政策敏感性较高的客户产生风

险，从而对银行的业务造成相应风险。对

于 2 家回答问题的高排放企业，一家表示

面临环境管治（包括政策计划）的风险，

由此企业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

         沟通：与利益相关方就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信息进行沟通，是实现有效碳

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

题关注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通

过 CSR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应对

气候变化的具体信息。

         在本次调查中，73%（8 家）的企业

表示除了参与 CDP 外，还通过其他方式

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的信

息。其中通过年度报告和 CSR 报告（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的企

业分别有 5 家和 2 家。1 家企业表示通过

其它自愿沟通的方式发布信息，5 家企业

提供了具体报告名称或下载链接。

         沟通：与利益相关方就企业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信息进行沟通，是实现有效碳

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

题关注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通

过 CSR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应对

气候变化的具体信息。

         在本次调查中，73%（8 家）的企业

表示除了参与 CDP 外，还通过其它方式

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的信

息。其中通过年度报告和 CSR 报告（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的企

业分别有 5 家和 2 家。1 家企业表示通过

其他自愿沟通的方式发布信息，5 家企业

提供了具体报告名称或下载链接。



我们面临着诸多气候风险，如：

国际气候制度中 CDM 规则的改

变可能造成资产的减少；限制温

室气体排放及要求报告排放量的

规定，可能造成运营成本的增加；

征收燃料税 / 能源税的规则可能

造成对产品或服务需求的下降；

征收碳税则可能增加企业的运营

成本。

           ——某高排放企业

表 7 . 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分类

        有形风险：27%（3 家）的企业认

为气候变化为其带来了有形风险，低于

2010 年 54%（7 家）的比率。其中 2 家

属于高排放企业，1 家属于低排放的银行

类企业。1 家企业认为自身未面临有形风

险，1 家企业无法确定，6 家企业没有回

答此问题。

         银行业面临着直接和间接的有形风

险，但此类风险对企业本身影响不大。直

接风险包括极端天气影响员工工作效率、

日常运营成本增多。间接风险包括极端天

气可能给农、渔、牧、林等行业的客户造

成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其贷款偿还。2 家

高排放企业面临的有形风险主要指温度变

化、降雨量变化、冰雪灾害、热带风暴等

影响其生产和设备运作，导致企业运营成

本的上升。

         在应对有形风险的措施方面，银行类

企业表示将在审批贷款时将客户面临的气

候变化有形风险和客户管理风险的能力考

虑在内。高排放类企业表示会制定应对恶

劣情形的计划，建立预警系统，对生产设

备的质量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等。

       其他风险：27%（3 家）的企业认

为自身还面临着除法规和有形风险外的其

他风险，低于 2010 年的 38%（5 家）。其

中 1 家是高排放企业，2 家低排放企业。

1 家企业认为自身未面临其他风险，1 家

企业无法确定，其余 6 家企业没有回应。

         高排放企业表示气候变化可能改变消

费者的耗能行为，从而对相关产品或服务

的需求减少。1 家银行类企业表示其他风

险包括由能源和资源稀缺造成的价格波

动，客户态度和需求的变化，声誉风险，

产业链波动等带来的偿还信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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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对其他风险问题上，高排放企

业表示正努力发展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银行类企业表示正不断对信贷审批

加以严格标准，大力支持企业本身和客

户进行包括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在内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建设。另一家低排放

企业表示将改进工艺流程，注重低碳产

品的生产。



机遇
 

         在回答问卷的 11 家企业中，只有

55%（6 家）的企业对此部分做出回应，

低于 2009 年和 2010 年 90.9%（9 家）

和 84.6%（11 家）的比例。5 家企业均

识别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机遇。其中 2

家低排放企业识别了全部 3 类机遇，1

家高排放企业同时识别了法规和有形机

遇，2 家高排放企业和 1 家低排放企业

识别了法规机遇。

图 7.  2011 中国 100 企业对气候变化机遇的识别状况

 
图 6.  2011 中国 100 企业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识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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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有助于提

高对其现有业务的需求。

         银行类企业表示国家已经出台的政

策和未来出台政策的趋势有助于其扩大

业务范围，通过开发多种金融服务，鼓

励其他企业向环境友好、节能减排的方

向转型。

         有形机遇：27%（3 家）的企业

表示气候变化为其带来了有形机遇，低

于 2010 年 46%（6 家）的比例。2 家企

业做出否定回答，1 家企业表示无法确定。

银行类企业表示气候变化在带来环境问

题的同时，也为其开发规避气候风险的

新产品和新业务服务带来机遇。

 

         法规机遇：55%（6 家）的企业

表示气候变化为其经营带来了法规机遇，

低于 2010 年的 69%（9 家）。 5 家企业没

有回答。

         高排放企业认为，未来可能出台的

产品能效规定和标准能够推动企业加强

现有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从而获得更好

的竞争力。另外，政府关于发展新能源、

控制空气污染的计划也有利于提高企业

的生产能力。一家银行类企业表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和其他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有助于提

高对其现有业务的需求。

         银行类企业表示国家已经出台的政

策和未来出台政策的趋势有助于其扩大

业务范围，通过开发多种金融服务，鼓

励其他企业向环境友好、节能减排的方

向转型。

         有形机遇：27%（3 家）的企业

表示气候变化为其带来了有形机遇，低

于 2010 年 46%（6 家）的比例。2 家企

业做出否定回答，1 家企业表示无法确定。

银行类企业表示气候变化在带来环境问

题的同时，也为其开发规避气候风险的

新产品和新业务服务带来机遇。

         

         其他机遇：18%（2 家）的低排

放企业表示自身还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其

他机遇，低于 2010 年的 69%（9 家）。

1 家企业认为自身没有遇到其他机遇，2

家企业无法确定。其中一家高排放企业

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趋势的加强要求其投

入更多人力和资金发展绿色能源技术，

通过努力能在不久之后将压力转变为机

遇。

         2 家认为面临其他机遇的企业均表

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为其带来了相关机

遇。消费者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

中将更多关注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

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企业如果能顺应潮

流改进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就能获得更

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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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

         企业进行温室气体管理的重要环节是

对排放进行量化与核查。此部分主要从排

放核算方法、排放数据、温室气体细分、

能源、排放绩效、排放交易等方面对企业

展开调查。整体上看，企业对此部分问题

的回答率很低。对于具体问题，极少企业

给出全面的回答。对于未能进行披露的情

况，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提供原因说明，只

有个别企业进行了说明。

       排放核算方法：2011 年，排放核

算方法部分新增了关于排放基准年的问

题，包括范畴 1 和范畴 2 的基准年与基准

年排放量。只有 1 家企业对此作了完整的

回答。

         当被问及企业采取何种标准、协议或

方法对范畴 1 和范畴 2 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数据搜集和计算时，27%（3 家）的企业

表示采用了相关核算标准。其中一家企业

采用了 ISO14064-1，一家采用了 API 

SANGEA（美国能源学会 SANGEA 排放

数据管理系统），一家采用了中国的核算

标准——中国公司节能减排管理项目。其

他 8 家企业没有回答此问题。

          2 家公司提供了已应用的全球增温潜

能值的来源。同时，2 家企业提供了已使

用的温室气体来源及其排放系数。

        范畴 1、范畴 2 和范畴 3 排放
数据及排放绩效：主要关注范畴 1 和

范畴 2 温室气体的报告范围，三个范畴温

室气体的具体排放数据，数据准确性，外

部审验情况，以及与上一年相比的排放绩

效。

         在被问及企业对范畴 1 和 2 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进行报告的范围时，45%（5

家）的企业做出了回答。其中 3 家企业选

择具有财务控制权的公司进行报告，2 家

企业选择具有运营控制权的企业进行报

告。

         只有 27%（3 家）的企业提供了其范

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但没有企业按照

实体类别或温室气体种类对范畴 1 的排放

进行细分。

         当被问及企业是否在一个以上的国家

或地区拥有范畴 1 排放源时，3 家企业按

国别进行了细分。其中 1 家还按业务部门

进行细分，1 家企业按业务部门和温室气

体类型进行了细分。

         只有 9%（1 家）的企业提供了范畴

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没有企业对范畴

2 的排放按实体类别或温室气体种类进行

细分。

 

 

        当被问及企业是否在一个以上的国家

或地区拥有范畴 2 排放源时，3 家企业按

国别进行了细分。与范畴 1 情况一样，

其中 1 家企业按业务部门进行了细分，1

家按业务部门和温室气体类型进行细分。

         当被问及企业范畴 1 排放数据的外

部验证或审验状态时，9%（1 家）的企

业表示正处于第一次验证或审验进程中，

4 家表示没有进行相关工作。其他 6 家没

有回答。

         

表８.  温室气体排放范畴分类

         关于范畴 2 排放数据的外部验证或审

验状态，3 家企业表示没有对此排放数据

进行验证或审验，其他企业均没有回答。

         当被问及与企业相关的范畴 3 温室气

体排放来源数据时，只有 1 家企业提供了

范畴 3 的排放来源，但没有提供排放数据

和计算方法学等内容。该企业范畴 3 的来

源包括销售产品的运输和分销、企业运营

产生的废弃物、商务出行、销售产品的生

产过程、销售产品的使用、销售产品寿命

末期的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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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相关信息包括：企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

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措施、企业环境报告或企业社

会责任 / 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能源及燃料消耗：当被问及企业

在报告年度内在能源方面的花销所占全部

运营经费的比重时，只有 2 家企业进行了

回答，其中一家在能源方面的花销占全部

运营经费的比重高于零，且不大于 5%。

另一家则高于 5%，且不超过 10%。3 家

企业提供了报告年度内消费的燃料、电、

热及蒸气等方面的数据。

         排放绩效：在被问及企业在报告年

度内的绝对排放量变化时，2 家企业表示

绝对排放量下降，1 家企业表示绝对排放

量增加，1 家企业表示报告年度是第一年

进行评估，其他 7 家企业没有回答。

         
       排放交易：3 家企业表示参加了相

关的排放交易机制。其中，一家企业表示

通过成功开发 CDM 项目，在减排的同时

获得了经济收益。一家银行类企业表示，

通过实施绿色信贷支持节能减排项目，运

用自身优势参与到清洁发展机制核证减排

量（CERs）相关的金融体系探索工作中。

4 家企业没有参与，但其中 1 家表示会在

未来两年内参与。



了解与认知
         在所有被评估的 71 份报告中，对气

候变化进行论述的报告较 2010 年有了明

显的提升。87%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

远高于 2010 年的 29%。其中，73% 的报

告以专门章节加以论述，32% 的报告在领

导致辞中提到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

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陈述层面，样本公司

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识普遍不足，只有

20% 的报告提到风险，与 2010 年 19%

的比例基本持平，包含在银行、运输、电信、

石油和天然气、煤与消费用燃料、房地产、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保险、公用事业 10

大行业的 14 家企业。有 7% 的报告提到

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略高于 2010 年

的 4%，包括运输、银行、服装、信息技

术 4 个行业的 5 家企业。这部分数据与

CDP 2011 问卷的调查结果均表明，中国

企业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的认识与理解

仍然非常有限。

应对策略
与减排行动
         通过对报告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中国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较以往更

为积极，除了实施更加丰富多样的节能减

排项目外，应对策略的系统性有所增强，

包括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治理机构与机制，

在战略层面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

方法、商业战略，甚至参与到相应的政策

制订过程中。

战略上日益重视
系统应对气候变化

          样本企业报告中，有 15%（11 家）

成立了专门应对气候变化和指导节能减排

的治理或领导机构；16 家企业披露了其

气候变化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23%（16

家）的企业系统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的方法体系，如：《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等；除了传统的技术

创新、工艺改进外，产品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核查、能源管理、碳足迹等管理手段

被 11 家（15%）样本公司写入 CSR 报告，

作为其绿色产业链的商业战略；6%（4 家）

的样本公司积极参与过相关气候变化政策

的制订。

资料框

“碳官”培养工程 

为了摸索出一条碳管理的新路径，

确保公司低碳战略的有效实施，

2010 年青啤公司结合温室气体盘

查与碳足迹计算项目，组织了 11

次培训，受训人数 330 人。制造中

心樊伟总裁在一次培训中指出，“碳

官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未来会成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

已有 10 人具备独立完成温室气体

排查和碳足迹计算项目的能力。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可持续发展报告》

         从行业来看，提及气候变化最多的仍

是以银行和保险公司为主的金融类企业，

占 27%；高排放行业，如：煤与消费用燃料、

金属与采矿、建筑行业等对气候变化议题

的提及比往年有所增加。这一结果与 CDP 

2011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一些高排放

行业正逐步加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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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中国企业共发布 CSR 报告

703 份，发布的数量和质量继续提升   ，

CSR 报告也成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重要

平台和渠道，“节能减排”和“绿色办公”

成为企业披露最多的环境信息。对 CDP

中国 100 样本发布的 CSR 报告中关于气

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在气候

变化和低碳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本研究选取 CDP 2011 中国 100 企

业已发布的所有 2010 年度 CSR 报告，共

71 份    ，从“了解与认知”、“应对策略

与减排行动”和“减排目标与排放数据”

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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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价值发现之旅 2010 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

         商道纵横

 44.  总量与 2010 年相同。



“节能项目”
推动具体减排行动

         92% 的样本公司披露了其应对气候

变化的具体行动，略高于 2010 年 90%

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公司在实践层面进

行了持续努力。通过对“节能项目”、“新

能源”、“碳交易”、“绿色投资”、“公益

项目”和“绿色办公”六个方面的节能

减排行动进行统计发现：报告中提及次

数最多的仍是节能项目，明确列举具体

节能举措及相关投入的公司占 63%；

28% 的报告提到了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与 2010 年的 14%

相比有很大提升；明确提到碳交易的报

告由 2010 年的 6 份增加到 10 份，其中

6 份来自银行业，其余分别来自航空、

石油、煤与消费用燃料等行业；10% 的

报告提到绿色投资项目；分别有 41% 和

46% 的报告阐述了企业在公益项目和绿

色办公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由于不同行业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

和机遇不同，企业具体的减排行动呈现

出较强的行业特征。如银行业通过“绿

色信贷”促进价值链的节能减排、产业

转型和升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则通过

加强中长期低碳战略技术储备力度，注

重调整产业结构和清洁能源技术（如风

能、生物质能、煤基清洁能源、动力电

池等）的开发利用，并积极参与 CDM

项目的开发。

 

45. 分别是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公司、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 按 CDP 要求，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信息的披露应以公

司整体为单位，而不是以单个或几个项目为统计单位。本研究

对样本企业 CSR 报告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统计分析，既包

括公司整体的披露，也包括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单项披露。若按

CDP 披露要求，这一数字应为 22 家，占比 31%。

47. 分别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71 家样本公司 CSR 报告少数通过了第三方审验。但只是

对报告整体披露质量的审验，尚无针对环境和碳信息披露的单

项审验。

资料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拥有 35 万

千瓦风电装机容量、33 万吨生物柴

油加工能力、5 亿只小电池和 1 万

套动力电池的生产能力，其第一个

陆上风电项目内蒙古化德风电场实

现上网电量 1.34 亿千瓦时。此项目

还成功进行了 CDM 交易。

工商银行对 CDM 项目提供贷款支

持，向大唐发电集团控股风电子公

司一期“4.9 万千瓦风力发电机组”

项目发放贷款 1 亿元。该项目现已

被国家发改委批准，投产后明显减

少了当地常规能源消耗，优化了能

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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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目标
与排放数据
         71 家样本企业中，只有 5 家公司   在

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温室气体减排目

标，但高达 70% 的公司披露了以能源消

耗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为主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化信息，高于 2010 年的 60%。

         延续 2010 年的趋势，在 CSR 报告中，

多数样本企业（46 家，65%）选择了披

露直接能源消耗量或非直接能源消耗量信

息，以及能源效率提高的信息；在披露范

围上，大多数企业选择对单个项目或所属

子公司的排放量进行披露    。

         只有 6 家企业的报告在披露量化信息

时，注明了数据收集和 / 或计算的方法    ；

在报告中，还没有企业表示就披露的与环

境相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第三方审核    。

45

46

47

48

         按行业看，钢铁、汽车、石油、采矿

等高排放行业在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

披露上表现较为积极。相对而言，纺织、

金融服务等低排放行业的披露比例较低。

与 2010 年相比，高排放行业中的运输业、

低排放行业中的保险及金融服务业等，在

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进步很大。部分企业

开始对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监测

并予以披露。

         总体而言，和往年相比，中国企业通

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环境信息的数量及质

量都有了较大提升，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

战略意识明显增强，应对措施更为丰富。

但仍然缺乏量化的排放数据和减排指标，

企业进行碳监测与碳管理   的意识和能力

仍然亟待提升。

49

 49.   碳管理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含二氧化碳在

内的 6 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包括若干方面的内容。如碳

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

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其他措施。这些行动可能是自愿的或

强制的，取决于企业所在的政策监管环境，目的是获取更大的

经营和 / 或品牌价值。——《碳监测的商业价值白皮书》

         在被问及是否有具体个人或委员会，

及其承担的气候变化职责时，91%（10 家）

的企业做出回答，有 4 家对相关部门所

承担的职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其中

3 家企业表示由董事长或由董事会成立专

门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工

作：1 家低排放企业成立了社会责任领导

组，由董事长担任组长，旨在加强社会责

任管理，完善社会责任工作机制，促进包

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责任的综合工

作；1 家高排放企业则由董事会成立专注

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旗

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都成立了相应的部门

来执行该环保部门的具体任务；1 家银行

类企业表示其董事会成立了战略委员会，

主要负责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战略发

展计划，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图 8.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气候变化的论述

34

C S R 报告分析

图 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减排行动的论述



图 10.  按行业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排放数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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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减排行动的论述



参与碳交易、进行绿色投资、推行绿色办

公等。最后，对相关排放数据进行披露的

比例有所提高。在 71 份样本报告中，

70% 的企业披露了能源消耗量、温室气体

减排量等定量信息，高于 2010 年的 60%。

         此外，对行业最佳实践的分析表明，

一些领先的企业也在积极做出改变，引领

行业进行低碳转型。高碳行业努力探索高

碳能源低碳利用及各项减排新技术；家电

行业积极推进能效产品及低碳认证；ICT

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助力其他行业实现减

排；金融业纷纷试水碳金融，推出创新产

品和服务。

5. 结论与展望

低碳政策信号明确
碳交易规则呼之欲出

         中国政府在最近一年出台了一系列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覆盖节能减排、新能

源、低碳城市、碳排放交易等领域。碳强

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

体现了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

心。

         在节能减排方面，节能减排指标分解、

相关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等重大政策文

件将陆续出台。在新能源方面，政策鼓励

发展多种新能源，并对发展质量提出更高

要求。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大多数试点

城市尚处于摸索阶段，基础性工作已经开

始受到重视。

       “十二五”规划首次以政策文件形式提

出“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将开展

碳排放交易试点，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

市场。政府也将尽快出台《中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完

善相关机制，推动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健康

发展。

的回应率较高，但涉及减排目标、具体排

放数据等定量信息的披露时，鲜有企业能

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企业在公开自身

信息，与相关方沟通方面有了更积极和开

放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拥有详细

且全面的碳数据的中国企业仍然较少。但

是，不能排除一些中国企业可能拥有较多

数据，但由于对 CDP 的重视程度不高而

没有参与披露的情况。

风险与机遇认识不足
减排目标有待制定
          

         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运营中考虑

气候变化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但将应

对气候变化纳入战略与管理的企业仍占

少数。在 CDP 问卷和 CSR 报告中，具体

表现在对风险与机遇的认识不足，以及

大多数企业尚未制定减排目标。

         无论将气候变化看作风险还是机遇，

都能成为推动企业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纳入战略管理的动力。在 2011 年 CDP

问卷回答的 11 家企业中，只有 6 家企业

分别识别了风险和机遇。在 71 份 CSR

报告中，提到风险和机遇报告的比例分

别为 20% 和 7%。其中，提到风险的多

为高排放企业，提到机遇的多为低排放

企业。可以看出，将气候变化视为机遇

的中国企业非常有限。与高排放企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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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度提升   
详细且全面的碳数据缺乏

         2011 年，共有 46 家中国企业对 CDP

进行了回应，是四年来回应 CDP 数量最

多的一次。其中填写问卷 11 家，提供信

息 35 家。但填写问卷的企业，较 2010

年有所下降。从已填问卷的信息质量上看，

大多数企业对管理部分（定性信息为主）

的回应率较高，但涉及减排目标、具体排

放数据等定量信息的披露时，鲜有企业能

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企业在公开自身

信息，与相关方沟通方面有了更积极和开

放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拥有详细

且全面的碳数据的中国企业仍然较少。但

是，不能排除一些中国企业可能拥有较多

数据，但由于对 CDP 的重视程度不高而

没有参与披露的情况。

企业气候治理机制初步建立  
低碳实践可圈可点

         通过对中国 100 样本企业发布的 CSR

报告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参与 CDP 问卷填

写的企业数量较少，但大多数企业在气候

变化应对和管理上，态度日趋积极，低碳

实践可圈可点。

          首先，企业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与认知

程度不断增加。在被评估的 71 份报告中，

87%明确提及气候变化。煤与消费用燃料、

金属与采矿、建筑、公用事业等行业的企

业纷纷在报告中进行陈述。其次，企业从

战略高度逐步建立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样

本企业报告中，有 15%（11 家）成立了

专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治理机构

或领导机构；有 16 家企业披露了其气候

变化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再次，开展更

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92% 的企业

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具体行动，主

要包括节能项目、发展清洁或可再生能源、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碳排放

交易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开展碳盘查传递

了信号。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摸底，

是企业内部进行碳管理、参与碳排放交易

市场的基础。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中国

企业自主进行碳盘查，这是良好的开端，

也是对更多企业的激励。对于即将进入碳

排放交易试点体系的企业而言，未来几年

对企业自身进行全面的碳盘查是必然趋势

和基本要求。

         最后，我们依然强调投资者推动上市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从这四年中

国企业回答 CDP 问卷的情况上看，投资

者还没有有效地参与到 CDP 中国项目中。

而在国外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

通过 CDP 相关指数进行投资决策，不断

推动上市公司提高温室气体管理水平，加

强应对行动，并持续披露减排目标和其他

排放数据。我们期待并鼓励国内和国外更

多的投资者加入到 CDP 中国项目，在中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环境下，共同

推动中国企业将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管理，

制定减排目标和规划，取得更多实质性进

步。

比，低排放企业更能识别机遇。对于这

些本身排放较低的企业，通过产品、服

务和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更容易走在

低碳转型的前方。

 

        相对于机遇，企业更多看到的是风险。

相关政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的，

也是现阶段推动大多数企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主要动力。

         明确的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

是否将减排融入战略管理的标准之一。

只有设定了减排目标，才能更具体地规

划减排计划。2011 年填写 CDP 问卷的

11 家企业中，4 家企业表示制定了减排

目标，但没有企业给出减排目标涉及的

具体信息。在 CSR 样本报告中，虽然在

温室气体减排量和能源消耗量数据的披

露方面较以往有所提升，一些报告还提

到运用相关管理体系，如 ISO14001 和

其他能源管理体系，但极少企业披露了

减排目标。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已经逐

步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和管

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减

排目标和规划。

展    望

        2011 年是 CDP 在中国开展调查的第

4 年。企业对 CDP 的回应情况达到四年

最高，但在填写问卷的数量上较 2010 年

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拥

有详细、全面碳数据的企业较少，愿意

对碳数据进行披露的企业更少。但这并

不能说明中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没有进展。事实上，通过对 CDP 100

样本企业的 CSR 报告进行分析，我们发

现，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有了更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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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更多具体行动，对一些数据进行了

更多披露。

       “十二五”规划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未来节能减排、鼓励

发展新能源等更多明确、具体政策的出台，

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性，从而采取更多切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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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新兴市场 800 指数回应概况（中国企业）
 

         在中国 100（China 100）样本企业外，有部分中国公司也对 CDP 2011 做出了回应。这些公司来自如下两个群体：1）新兴市场

800 指数中的部分中国企业；2）某些自愿（不属于任何指数或样本）向 CDP 披露相关信息的企业。

         新兴市场 800 指数包括来自 20 个新兴经济体的 800 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尽管中国 100 样本企业中的大部分也包含在该指

数范围内，但仍有一部分中国企业仅属于该新兴市场指数。自 2010 年开始，CDP 收到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资助，开始

将其信息披露问卷发放给这些新兴市场企业。IFC 之所以支持 CDP，是因为看到了鼓励新兴市场（如中国），去识别和了解气候变化

对其商业的影响（包括碳排放的测量和披露）的重要价值。

         此外，来自新兴市场 800 指数公司的回应信息，也被纳入新兴市场碳效率指数（S&P/IFCI Carbon Efficient Index）。该指数对新

兴市场中碳排放相对较低的可交易的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进行测量，并密切追踪其在标普 / 国际金融公司大中盘指数中的投资回报。

企业回应 CDP，一方面增加了其入选该指数的可能性，也可以将相关数据提供给更多的投资者作为参考。

表：2011 年新兴市场 800 指数中对 CDP 做出回应的中国公司

         尽管 CDP 向不同市场指数的企业发放问卷，例如：中国 100 和新兴市场 800，但 CDP 也欢迎来自任何希望参与 CDP 的其他企

业的自愿披露。每年，此类自愿披露（other responding corporations）的企业数量都在不断上升，也包括中国在内，具体企业如下

表所列。这些企业主动回应 CDP，是因为他们了解参与 CDP 这个已得到国际认可的自愿披露项目，可以给其商业带来收益，例如：

        提升企业在相关方、客户和公众中的透明度

        满足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的预期

        提升企业改进效率和降低不必要的成本的能力

        辨别企业如何应对来自气候变化的挑战

        突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商业机遇

            

表：2011 年自愿参与 CDP 的其他中国公司

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法规做好准备

鼓励商业创新

提高企业声誉

在公司内部形成绿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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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CDP 2011 调查问卷

管 理

问题 1：治理

企业与个人责任 (CDP 2010 问题 1.1)

1.1   贵公司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什么？

如果是某个人或某个委员会：
1.1a  请指出该个人的职位，或该委员会的名称，以及其承担的气候变化
职责。

个人绩效 (CDP 2010 问题 1.4-1.5)

1.2   贵公司是否就气候变化问题的管理 ( 包括温室气体 (GHG) 减排目标
的实现 )，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 

如果是：
1.2a  请填写如下表格。

                                                                               
                                                                                    
问题 2：战略

风险管理方法 (CDP 2010 问题 2.1)

2.1 请从如下选项中选择对贵企业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的流程描述
最准确的一项。

如果您选择如下任一项：“整合入整个公司应用的识别经营风险和机遇
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 ( 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专门
识别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特定流程”或“流程是企业用以构成治
理和 / 或合规方法的一部分”：

2.1a 请提供更详细信息。

商业战略 (CDP 2010 问题 1.2-1.3; 问题 9.1)

2.2 贵公司是否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商业策略之中？

如果是： 
2.2a 请描述流程和结果。

如果不是： 
2.2b 请解释原因。

参与政策制定 (CDP 2010 问题 9.10-9.11)

2.3 您是否与政策制定者一起探讨气候变化的可能应对方法，包括税收、
法规和碳交易？

如果是： 
2.3a 请解释 (i) 参与的流程和 (ii) 您正倡导的行动。

                                                                               
                                                                               

                                                                    

问题 3：减排目标和行动

目标（CDP 2010 问题 9.2-9.6）

3.1 贵公司是否在报告年度内制定了有效的（正在执行的或已完成的）
减排目标？

如果贵公司有绝对减排目标：
3.1a 请提供该目标详细信息。

如果贵公司有强度减排目标：
3.1b 请提供该目标详细信息。

3.1c 请同时说明这一强度目标将如何影响绝对排放量。

针对以上两类目标，请同时回答：
3.1d 请提供贵公司报告年度内减排目标的实现进度。

如果贵公司没有设立减排目标：
3.1e 请解释：(i) 原因和 (ii) 预测贵公司未来五年内排放量的变化情况。

减排行动 (CDP 2010 问题 9.7-9.9； 问题 16)

3.2 对贵公司产品和 / 或服务的使用是否能够使第三方避免温室气体的
排放？

如果是：
3.2a 请提供详细信息。

3.3 贵公司在报告年度内是否有正在开展的减排行动？ ( 包括正处于筹
备和 / 或进行阶段的行动 )

如果是，请完成问题 3.3a 和 3.3b：
3.3a 请填写如下表格。

3.3b 贵公司采用何种方法鼓励减排活动的投资？

如果否： 
3.3c  如果贵公司没有开展任何减排活动，请解释原因。
                                                                               



应对策略
与减排行动
         通过对报告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中国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较以往更

为积极，除了实施更加丰富多样的节能减

排项目外，应对策略的系统性有所增强，

包括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治理机构与机制，

在战略层面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

方法、商业战略，甚至参与到相应的政策

制订过程中。

战略上日益重视
系统应对气候变化

          样本企业报告中，有 15%（11 家）

成立了专门应对气候变化和指导节能减排

的治理或领导机构；16 家企业披露了其

气候变化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23%（16

家）的企业系统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的方法体系，如：《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等；除了传统的技术

创新、工艺改进外，产品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核查、能源管理、碳足迹等管理手段

被 11 家（15%）样本公司写入 CSR 报告，

作为其绿色产业链的商业战略；6%（4 家）

的样本公司积极参与过相关气候变化政策

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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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问题 4：沟通（CDP 2010 问题 22）

出版物 相关页数 / 章节 附件

风险和机遇

问题 5：气候变化风险（CDP 2010 问题 3-5）

5.1   贵公司是否识别过任何潜在的（当前或未来）可能对公司业务经营、
收入或支出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

请对以下类别进行选择：
由政策变化引起的风险；由物理变化（气候参数改变）引起的风险；
由其他与气候相关的发展所引起的风险

5.1a  请描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规要求为贵公司带来的风险。

5.1b  请描述 (i) 采取行动前，该风险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管理该
风险所采取的措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5.1c  请描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变化为贵公司带来的风险。

5.1d  请描述 (i) 采取行动前，该风险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管理该
风险所采取的措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5.1e  请描述气候变化为贵公司带来的其他重大风险。

5.1f  请描述 (i) 采取行动前，该风险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管理该
风险所采取的措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5.1g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将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
支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法规风险。
 
5.1h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将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
支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形风险。

5.1i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将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
支出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风险。
                                                                               
                                                                               
问题 6：气候变化机遇（CDP 2010 问题 6-8）

6.1 贵公司是否识别过任何潜在的（当前或未来）可能对公司业务经营、
收入或支出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相关机遇？

请对以下类别进行选择：
由政策变化引起的机遇；由物理变化（气候参数改变）引起的机遇；
由其他与气候相关的发展所引起的机遇

6.1a  请描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规要求为贵公司带来的机遇。

6.1b  请描述 (i) 该机遇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把握该机遇所采用的
措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6.1c  请描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变化为贵公司带来的机遇。

6.1d  请描述 (i) 该机遇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把握该机遇所采用的
措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6.1e  请描述气候变化为贵公司带来的其他重大机遇。

6.1f  请描述 (i) 该机遇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ii) 把握该机遇所采用的措
施；(iii) 采取这些行动措施的成本。

6.1g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支
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法规机遇。

6.1h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支
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形机遇。

6.1i  请解释您为什么认为贵公司不会面临对公司业务运营、收入或支出
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机遇。

排放

问题 7：排放核算方法

基准年（CDP 2011 新增问题）

7.1  请提供贵公司（排放核算）基准年和基准年排放量（范畴 1 和 2）

方法（CDP 2010 问题 11）

7.2  请给出贵公司用来搜集活动数据，计算范畴 1 和范畴 2 温室气体
(GHG) 排放的标准、协议或方法的名称。

如果贵公司选择了“其他”：
7.2a 请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7.3  请提供贵公司已应用的全球增温潜能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s, GWP) 的来源。

7.4   请提供贵公司已使用的排放系数类别及其来源；或者附带一份包括
这些数据的 Excel 表格。

                                                                               
                                                                               

问题 8：排放数据

报告范围（CDP 2010 问题 10.1）

8.1   请选择贵公司用于完成范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所采用的范
围，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财务控制；运营控制；股权比例；气候变化报告框架（CCRF）；其他

范畴 1 和 2 排放数据（CDP 2010 问题 10.2-10.3；问题 12.1；问题 13.1）

8.2   请提供贵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范畴 1 的排放总量（以 CO   当量计，
单位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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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请提供贵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范畴 2 的排放总量（以 CO   当量计，
单位吨）。

8.4   贵公司是否有未被包含在您所披露的，范畴 1 和范畴 2 的任何其
他排放源？ ( 例如：设施、特殊温室气体、活动、地区等 )

如果是： 
8.4a  请完成下表

数据准确性 (CDP 2010 问题 12.12; 问题 13.8)

8.5  请估计您提供的贵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范畴 1 和范畴 2 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总量数字的不确定程度，并详细说明您在数据搜集、处理
和计算时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主要来源。

外部验证 / 审验 (CDP 2010 问题 20)

8.6   请说明贵公司范畴 1 排放数据的验证 / 审验状态。

如果范畴 1 排放已被验证 ( 已完成或在进行 )，请回答问题 8.6a 和 8.6b：
8.6a  请说明范畴 1 排放中已通过验证 / 审验的比例。

8.6b  请提供验证 / 审验的更多细节并附加相关声明。

8.7 请说明贵公司范畴 1 排放数据的验证 / 审验状态。

如果范畴 2 排放已被验证 ( 已完成或在进行 )，请回答问题 8.7a 和 8.7b：
8.7a  请说明范畴 2 排放中已通过验证 / 审验的比例。

8.7b  请提供验证 / 审验的更多细节并附加相关声明。

生物固碳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DP 2010 问题 17)

8.8  由生物固碳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例如：由燃烧生物质 / 生物
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是否与贵公司相关？

如果是： 
8.8a  请提供排放量 ( 以 CO   当量计，单位吨 )。
                                                                               
                                                                               
问题 9：范畴 1 排放细分（CDP 2010 问题 12.2-12.6）

9.1  贵公司是否在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受地区性排放法规的约
束）拥有范畴 1 排放源？

如果是： 
9.1a  请完成下表

9.2  请指出贵公司还可以提供哪些范畴 1 排放的其他细分 ( 请将所有
适用选项勾选 )。

                                                                               
                                                                               
问题 10：范畴 2 排放细分 (CDP 2010 问题 13.2-13.5)

10.1  贵公司是否在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受区域性排放法规
的约束）拥有范畴 2 排放源？

如果是： 
10.1a  请完成下表

10.2   请指出贵公司还可以提供哪些范畴 2 排放的其他细分 ( 请将所
有适用选项勾选 )。

                                                                               
                                                                               
问题 11：范畴 2 合约（支持）排放（CDP 2010 问题 14）

11.1  您认为上述问题 8.3 中报告范畴 2 排放所使用的电网平均系数
能反映您同电力供应商之间的合约安排吗？

如果不能，请完成问题 11.1a 和 11.1b：
11.1a   请您报告本问题相关的合约的范畴 2 温室气体 (GHG) 的排放
总量，以 CO    当量计。

11.1b   说明替换的数据来源。

11.2  贵公司在报告年度内或之前是否曾撤销任何零碳或低碳电力有
关的认证证书 ( 如可再生能源证书 ) ？

如果是： 
11.2a   请提供证书的类型及数目：

                                                                               
                                                                               
问题 12：能源（CDP 2010 问题 12.8；问题 12.10；问题 13.6）

12.1  贵公司报告年度内在能源方面的花销所占全部经营经费的比
重？

12.2  请描述贵公司在报告年度中消费了多少燃料、电、热、蒸汽和
制冷 ( 单位：兆瓦 ) ？

12.3   请在下表中把燃料消耗总量按燃料类型细分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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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问题 13：排放绩效

排放历史（CDP 2010 问题 19）

13.1 同上一年相比，贵公司在报告年度内的绝对排放量 ( 合并的范畴
1 和范畴 2) 有何变化？

如果排放增加、减少或基本保持原状：
13.1a   请填写如下表格。

排放强度 (CDP 2010 问题 18)

13.2  请按单位总收入，提供贵公司报告年度内范畴 1 和 2 合并的排放
量 ( 以 CO   当量计 )。

   

13.3 请按单位等效全职员工 (FTE) 提供贵公司报告年度内范畴 1 和 2
合并的排放量 ( 以 CO   当量计 )。

   

13.4  请提供适用于贵公司商业运营的、经过标准化的排放强度补充标
准。

                                                                               
                                                                               

问题 14：排放交易（CDP 2010 问题 21）

14.1  贵公司是否参与了任何排放交易机制？

如果是： 
14.1a   请就贵公司参与的每一项排放交易机制，填写如下表格。

如果贵公司选择“是”或者“当前没有，但预计未来 2 年内参与”。
14.1b   贵公司通过什么策略来履行正在参与或预计参与的排放交易机
制的相关规定？

14.2  贵公司在报告期内是否曾参与开发或购买基于项目的碳信用额
度？

如果是： 
14.2b   请填写如下表格。

                                                                               
                                                                               
问题 15：范畴 3 排放（CDP 2010 问题 15）

15.1 请提供和贵公司相关的范畴 3 温室气体 (GHG) 排放来源的数据。

15.2 请说明贵公司范畴 3 排放数据的验证 / 审验状态。

如果范畴 3 排放已被验证 ( 已完成或正在进行 )，请回答问题 15.2a 和 
15.2b：
15.2a 请说明范畴 3 排放中已通过验证 / 审验的比例。

15.2b 请提供验证 / 审验的更多细节并附加相关声明。

15.3 同上一年相比，贵公司在报告年度内的范畴 3 绝对排放量有何变
化？

如果排放增加、减少或基本保持原状：
15.3a 请填写如下表格。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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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CDP 中国 100 历年回应状态

公司名称                                行业                  CDP 2011         CDP 2010            CDP 2009                 CDP 200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拒绝参与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铁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工业集团企业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填写问卷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没有回复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与消费用燃料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工程                     填写问卷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公用事业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信息提供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运输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电信                     没有回复                填写问卷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和天然气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工程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工程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零售业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房地产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与消费用燃料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工程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保险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电信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电信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石油和天然气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耐用消费品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耐用消费品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耐用消费品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44

企业参与度提升   
详细且全面的碳数据缺乏

         2011 年，共有 46 家中国企业对 CDP

进行了回应，是四年来回应 CDP 数量最

多的一次。其中填写问卷 11 家，提供信

息 35 家。但填写问卷的企业，较 2010

年有所下降。从已填问卷的信息质量上看，

大多数企业对管理部分（定性信息为主）

的回应率较高，但涉及减排目标、具体排

放数据等定量信息的披露时，鲜有企业能

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企业在公开自身

信息，与相关方沟通方面有了更积极和开

放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拥有详细

且全面的碳数据的中国企业仍然较少。但

是，不能排除一些中国企业可能拥有较多

数据，但由于对 CDP 的重视程度不高而

没有参与披露的情况。

公司名称                                       行业                       CDP 2011         CDP 2010         CDP 2009                 CDP 2008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科技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未在样本中

内蒙古包钢稀土 ( 集团 )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与烟草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石油和天然气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与烟草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公司与经销商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与烟草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和天然气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钢铁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和天然气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拒绝参与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信息提供             填写问卷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制品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餐饮与休闲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煤与消费用燃料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餐饮与休闲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工程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房地产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业        信息提供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与烟草       信息提供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与烟草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与消费用燃料       填写问卷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信息提供             拒绝参与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云南白药集团                            制药                              没有回复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没有回复             拒绝参与             未在样本中                                 未在样本中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与采矿       拒绝参与             没有回复             信息提供                                     没有回复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填写问卷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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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构

         商道纵横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社会

责任投资（SRI）领域的咨询机构，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

供相关的咨询、培训和研究服务。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

CSR 专业咨询机构之一，商道纵横已与包括国内外企业、

国际组织、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媒体和学术机构在内

的众多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商道纵横当前运营如下四个 CSR 相关网站：

         商道纵横：http://www.syntao.com

         案例资源库：http://www.caseplace.cn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源中心：

 

         商道纵横是 2008、2009、2010 及 2011 年碳信息披

露项目的中国区总代理，负责 CDP 项目在中国大陆的开展，

并撰写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2008、2009、2010、

2011）。

         更多信息请见 http://cdp.syntao.com

 

真诚感谢以下专家对本报告给予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按姓名拼音排序）

崔大鹏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低碳经济学组

黄     敏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贾宏伟       TUV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

刘彩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刘兆金       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LRQA）

王建坤       21 世纪经济报道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张鉴钧       普华永道（PwC）

                                                                                                                                                                                                                    
本报告使用环保纸印刷

http://www.chinacsrmap.org

http://www.sustainabilityreport.cn

世界自然基金会 挪威发展合作署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伯尔基金会 君合律师事务所

太古基金



真诚感谢以下专家对本报告给予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按姓名拼音排序）

崔大鹏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低碳经济学组

黄     敏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贾宏伟       TUV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

刘彩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刘兆金       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LRQA）

王建坤       21 世纪经济报道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张鉴钧       普华永道（PwC）

                                                                                                                                                                                                                    
本报告使用环保纸印刷

CDP 联系方式
                                                                               
Sue Howells
全球运营总监

Paul Robins
筹资主管

Frances Way
项目主管   

         重要声明：

 

         任何人在注明碳信息披露项目的前提下均可使用本报告的内容。但这不意味着允许对CDP收集并纳入本报告中的任何数据进行再包装和出售。如果有意进行此类活动，应事先征得CDP的明确同意。

         本报告中数据和分析是由商道纵横在 CDP 2011 收到的回应信息的基础上编写的。商道纵横和 CDP 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商道纵横和 CDP 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说明或保证，亦不对

报告的公平、准确、信息完整性、以及所代表的观点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任何基于本报告信息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采取的行动或不作为，商道纵横和 CDP 也不为此承担责任。在得到具体的专业意见前，

请勿仅仅依赖本报告中的信息采取行动。商道纵横在本报告中表达的所有观点均基于在报告时期内的判断，并可能受到经济、政治、行业及公司等因素所导致的不期变化的限制。报告所包含的评论代

表了评论人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和 CDP 指碳信息披露项目，一家英国慈善机构，注册号为 1122330。

 

         

          © 2011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中国执行机构联系方式
                                                                               
郭沛源
总经理
guopeiyuan@syntao.com

Emanuele Fanelli
投资者 CDP 信息披露项目高级经理

 
Marcus Norton
投资者 CDP 信息披露项目和水信息
披露项目总监

Daniel Turner
披露项目总监  

 

李如松
CDP 中国项目主任
li.rusong@cdproject.net
手机：86 13811701641

碳信息披露项目
英国伦敦 Bowling Green 街 40 号，EC1R 0NE
电话：+44 (0) 20 7970 5660
传真：+44 (0) 20 7691 7316
www.cdproject.net
info@cdproject.net

 

李文博
CDP 项目协调
liwenbo@syntao.com

商道纵横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院 SOHO 尚都南
塔 1602 室
邮编：100020
电话：+86 10 58699466
传真：+86 10 58699466 转 8011
电邮：cdp@syntao.com
网址：www.syntao.com 


